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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本溪地区

北台一歪头山一带太古宙鞍山群

主要构造特征及其对铁矿的控制

郑峻庆 张 宝华 蔡一廷

崔文智 张 文博 刘如琦

太古宙岩群构造的研究是鉴别古构造型式的基础
,

也是研究古构造型式对矿带
、

矿田
、

矿床及矿体的生成与分布规律的基础
。

辽宁省鞍本地区是太古宙鞍山群典型发育地区之一
,

也是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

基地
,

尽管这个地区开展工作较早
,

地质研究程度甚高
,

但是过去多侧重于地层划分和岩石

学等方面的研究
,

在构造研究方面则缺乏系统性而又局限于传统构造学观点
,

因此许多复杂

的地质构造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

如该区的构造格架
、

构造期次划分
、

构造变形特征及其

对铁矿的控制等
,

这些都是地质勘探及矿山开发部门所急待解决的问题
。

近几年来我们在鞍山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及其所属研究所
、

地质队以及鞍钢
、

本钢所属矿

山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
,

对本区开展了专题研究工作
,

并取得一些认识上的新进展
。

一
、

主 要构造特征

北台一歪头山地区位于辽宁省沈阳与本溪之间
。

构造处于华北地台东北部
,

为天山一阴

山东西复杂构造带的东段
。

岩石组合概况
:

本区广泛分布近南北方向延伸的硅铁建造
,

主要产于斜长角闪岩组合和

黑云变粒岩组合之中
。

斜长角闪岩组合包含以细粒斜长角闪岩为主夹黑云片岩及规模不等的

条带状含铁石英岩
,

为本区主要含矿层位
; 黑云变粒岩组合岩石由细粒黑云变粒岩为主夹少

量浅粒岩
、

斜长角闪岩及薄层条带状铁矿组成
,

构成本区的另一个含铁层位
。

另外
,

在本区

的北部八盘岭至棉花堡子之间
,

零星出露一套黑云斜长片麻岩组合岩石
,

岩性为浅灰黄色黑

云斜长片麻岩夹石英岩
,

斜长角闪岩及小规模的条带状铁矿
。

其层位界于斜长角闪岩组合岩

石与变粒岩组合岩石之间
。

上述岩石组合
.

其原岩属基性
、

超基性火山岩一钙碱性火山岩及

部分碎屑沉积岩构成的一套变质程度较深的绿岩带建造
。

根据各岩石组合中变形的构造序列

特征
,

构造样式及岩石的同位素年龄值
,

我们认为它们真正属于太古宙鞍山群
。

构造变形序列及构造样式
:

本区斜长角闪岩组合和浅粒岩组合岩石普遍经历了太古构造

旋迥的三期褶皱变形和后期的断裂变形
。

相继发生的各种构造形迹
,

在空间上复合迭加
,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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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台一歪头山一带地质构

造简图

1
.

斜长角闪岩组合

2
.

变粒岩组合

3
.

片麻岩组合

4
.

铁矿

5
.

复倒转背斜

6
,

复向形轴迹

图 2 梨树沟矿段磁铁石英岩条带构成的

第一期褶皱 (说明见正文)

之较新构造变形的改造和不同时期岩浆

岩体的侵入
,

混合岩化作用等
,

以致造

成现今的一幅复杂构造图象 (图 l) 并

控制着该区铁矿的空间分布
。

构造形迹方位分布规律
,

特别是优

选方位的确定和构造期次的划分
,

主要

通过野外观测和组构图解反映出来
,

同

时联系到邻区的构造特征
,

统一划分如

下构造期次
。

第一期构造 主要显示为面构造

( S ; )
、

褶皱 (F ; ) 及线理
、

窗权构

造 (L Z )
。

面构造 (S
;
) 为本区上述

岩石组合中发育最好
,

分布很广的一种

透入性面状构造
,

由斜长石
、

角闪石
、

阳起石
、

绿泥石及云母等矿物的定向排

列或由扁平化了的石英集合体定向排列

构成的面理及含铁石英岩中的条带面所

组成
,

已经置换了原始层理 S 。 (5
1
、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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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
,

并成为不同时期褶皱的形面
。

由于受到各期构造变形的影响
,

各区段的优选方位 变

化很大
,

褶皱 F ,

为本区发育最职 对铁矿影响最大的一期褶皱
,

从手标本到区域规律的都

有
,

根据实地观察及部分褶皱等斜线图做出的结果
,

往往表现为一系列紧闭同斜的不协调特

征 ‘图 2 )
,

褶皱类型多属 2 型
,

部分为 I B 一 2 型的过渡类型
;
线理 L :

在转折端部位表

现出平行于 F , 褶轴的窗权构造以及一些细的褶纹
。

第二期构造
:

主要发育在鞍山
、

清原地区
,

为近东西向紧闭同斜褶皱
,

而在本区发育的

不明显
。

第三期构造
:

本期褶皱 (F 3 ) 的特点是轴向近南北
,

轴面向西
,

中等倾斜
,

呈不对称倒

卧褶皱
,

属相似式与平行式相结合的类型
,

由于在这期褶皱形成后挤压力的进一步作用
,

使

其翼部拉断
,

现今所见到的铁矿出露处
,

实际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石香肠体
,

并具勾状褶皱

形态 (即由F 。
与 F ,

近共轴迭加形成)
。

在歪头山铁矿南
,

八盘岭以东公路路标的 78 一 79 公里

之间
,

斜长角闪岩中紧闭同斜褶皱呈翻卷形态
,

使岩层厚度多次重复 (图 3 )
,

个别部位在

倒卧的基础上又顺剪切面滑移而具辗掩式特征
。

其褶皱大小从露头规模到区域范围者均有
,

而 以中小型尺度居多
。

北台一歪头山近南北向的复式倒转背斜可能就是第三期与第一期褶皱

迭加的结果
,

其褶皱轴倾伏方向随地而异
,

即向南 (或南南西) 或向北 (或北北东) 方向倾

伏
,

倾角在 10
“

一 35
“

之间变化
。

图 3 红旗岑东靠近 7 9 公里路标处斜长角闪岩中的迭加褶皱

第四期构造
:

主要表现的一系列开阔的平行式舒缓波状褶皱 (F
:
)

,

褶轴近东西向
,

多

往西倾伏
,

太子河复式向斜即是该期褶皱的代表
。

它与第一
、

三期褶皱以横跨的形式送加
,

构成 R a m say 的 2 型干扰格式 (图 4 )
,

它是使F 、 、

F 3
褶轴方向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

断裂构造
:

本区普遍发育一组走向北 50
“

一 6 00 东
,

往南东或北西陡倾斜的斜冲断裂
。

从

平面上看显示为左行水平位移特征
,

水平断距一般为 10 一 10 0 米不等
,

而在剖面上呈逆冲形

式
,

断裂带中岩石糜棱岩化
、

片理化现象均比较显著
,

具有韧性断裂带的一些特征
,

顺断裂

带充填有晚期的辉绿岩脉
、

安山扮岩
、

石英脉及花岗伟晶岩等
。

根据以上特征
,

我们认为发

育在北台铁矿及邻近地区的这组断裂属剪性兼压性质
,

可能属东西构造带的一对共扼剪切断

裂中的一组
,

与本区近东西向的第四期褶皱可能具有成生联系
。

反映了东西构造带由塑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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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花岗

图 4
北台铁矿张家沟采场东壁第四期褶曳皮

与第一
、

三期褶皱迭加千扰现象之素描剖面图

图 5 北台铁矿地质简图 1
.

第四系 2
.

斜长角闪岩 3
.

云母石英钠长片岩
5

.

混合花岗岩 6
.

混合岩 7
.

绢云绿泥石英片岩 8
.

磁铁石英岩铁矿 9
,

断 层

4
.

混合质的石英片岩
1 0

.

区段号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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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性变形发展的趋势

。

种种迹象表明
,

这组 断裂有长期活动的迹象
。

受这组断裂的影响
,

北

台铁矿及歪头山铁矿被依次节节左行错开
,

使铁矿区的构造更趋向复杂化
。

构成许多不连续

的矿段 (图 5 )
。

典型区段组构图解的几何特征
:

图
,

总体上向西倾斜
,

的儿何特征
:

研究区内上述岩石组合中的条带面所反映出的

并不同程度地显示 了上述各期褶皱的踪迹
。

汀s ,
组构

北台铁矿所属的大顶子矿段
、

张家沟矿段均显示了条带面以走向近南北者为主
,

面理倾

向虽时而向东
、

时而向西
,

但仍以向西倾斜者占优势
。

其中大顶子区段 5
.

9 % 以下的等值线

显示的大园环带 (图 6 A ) 之环带轴与野外实地所测之近东西向的第九期褶皱的方位相吻合
;

张家沟区段显示了两个环带轴
,

其一是倾伏方向 6
“ 、

倾伏角60
“ 、

反映了 F ; 和 F :
褶轴的产

状 (图 6 F 中之 口1 )
。

其二是倾伏方向620
、

倾伏角为 6 00
,

与野外测量的第四期褶轴方位

基本一致 (图 6 E 中之 刀: )
。

图 6

A 大顶子矿段 ( I区段 ) 那 :

典型区段组构图解

(8 5个)
:

1
.

1 3
.

5 一 5
.

9 一 8
.

2 一 10
.

三%

B 北台沟矿段 ( Iu) 厅 ; 、
(13 0 个)

:
0

.

1 一 2
.

3 一 3 8 一 5
·

3 一 6
·

9 一 8
.

4 % ;

C 歪头山矿段 (8 2个) 2 一 6
.

0 一 1 3
.

4一 2 0
.

7 % ;

D 朝仙岑R 8 7点 , s : (3 9个 )
:

3
.

0 一 8
.

0 一 23
.

0一 1 8
.

0 % ;

E 张家沟矿段 ( 22区段 )才s 、
(29 5 个) :

0
.

5 一 1
.

5 一
一 3

.

6 一 4
.

6 一 5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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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沟区段
,

二
:

的组构图解反映出的极密和环带都很明显
,

其极密表明该区的主要面

理 S ,

的走向为北东
,

向北西或南东倾斜
,

其环带轴表明本区段的第四期褶轴方位为 艺片 匕

20
。 ,

与现场观测到的褶轴产状是吻合的
,

与地质勘探及矿山开采中揭露的事实也是一致的

(图 6 B )
。

歪头山铁矿
,

据85 年 7 月采场剥露的2 2遭米和 2 36 米采掘面上观测的铁矿条带面而做出

的 二
,

组构图
,

反映了该地的条带面以中等倾角向西倾斜
,

其褶轴方位为2川
。

士 匕 10 一 3以

是 F ,

和 F 3
褶皱的反映 (图 6 C )

。

朝仙岭铁矿
.

在朝仙岭87 点处出露一个露头规模的连续剖面
,

长约 2 00 米
,

“
,

组构图

上显示 了轴向近南北 ( 3 2 00 乙 2 00 ) 的第一
、

三期褶皱的作用
,

并有 2 8 00 乙 3犷 方位环带轴

存在
,

反映了第四期褶皱作用 (图 6 D )
。

地应力活动方式的探讨
:

从构造序列规律可以看出
,

本区的构造为多期次的构造运动变

形的结果
,

所反映的地应力活动方式也是在变化着
。

目前已经鉴别出的近南北向的紧闭同斜

褶皱
,

为本区最

主
,

其应变比值

弯作用然后代之

古老的构
,

德
从

以强烈的

造变形踪迹
,

反映了当时的地应力活动方式以强烈的东西向挤压为

0
.

6 一 0
.

1 为多
,

个别接近于零
,

这些都反映了这期褶皱开始从纵

扁平化机制
; 晚一期的近南北褶皱使已形成的紧闭同斜褶皱的轴面

有再次褶皱
,

两者为共轴迭加
,

反映了这时的地应力活动方式仍然以强烈的东西向挤压占优

势 ;
铁矿以巨型石香肠段等间距分布现象

,

反应 了在形成以上两期共轴迭加的褶皱基础上
.

近东西向挤压力仍继续作用
,

以使面褶皱的矿体拉断而呈具有勾状褶皱形态的石香肠段的形

式存在
;
最后一期近东西向褶皱

,

造成矿体出露与隐伏
,

以及与这期摺皱伴生的一系列左行

北东向剪压性断裂
,

显然是在南北向挤压应力作用下变形的结果
。

以上分析表明
,

北台一歪

头山南北构造带经历了由塑性变形阶段到脆性变形阶段的演化
。

二
、

构造 对铁矿的控制

本区太古宙岩群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资源
,

普遍具有层控特点
,

在层控基础上
,

成矿物质

经构造变形而发生迁移
、

改造
,

赋存于有利的构造部位
,

从而构成有经济价值的工业矿床
。

本区铁矿主要赋存于太古宙鞍山群的斜长角闪岩组合及变粒岩组合岩石中
,

我们分别将

其称为东部旷带和西部矿带
。

其中东部矿带由北而南包括歪头山矿
,

枣树构矿
、

红旗岭
、

朝

仙岭
、

梨树沟
、

彩北屯及北台等铁矿床
;
西部矿带从北往南

,

由马耳岭
.

燕龙山
、

棉花堡子

银匠堡子
、

大汪沟
、

鸡冠山
、

大河沿及二道河子等铁矿床构成
。

这两个矿带主要出露于北台

一歪头山近南北向往东倒卧的复式背斜的核部与西翼
。

北台一歪头山复背斜总体上呈南北方向
,

它受区域性南北向的第一期和第三期褶皱迭加

控制
,

又受近东西向的第四期褶皱的复合迭加影响
,

因而上述之东部矿带与西部矿带
,

形成

若干不连续的铁矿块段
,

据调查分析
,

这些铁矿块段的分布是有规律的
。

平面上的控矿特征
:

以巨型的勾状褶皱或石香肠的形式断续出现
,

石香肠构造的膨缩现

象非常明显
:

在褶皱转折端或褶皱翘起部位含矿层相应地集中和富化
,

构成厚大的矿体
,

从

而有利于勘探和开发
。

歪头山铁矿采场范围揭露的现象足以表明这一地段斜长角闪岩变形的



第一卷 第一期
.

一
. 一 ~ 一

一一一

一一
F 一斗F ,

、

矛
、

地质找矿论丛

-
一一

, 月 , ~ 甲~ ~ ~~ ~ ~~ ~ , ~ . ~

一N

11

4 8 0 M

图 了 歪头山铁矿北采区显示的勾状向形 (箭头示枢纽倾伏
方 向少

。 A m 细粒斜长角闪岩
:

F c l p
、

F。
:
p

、

F o 3
p

、

阳起磁铁石

英岩
; A Q L 阳起石英岩

; G A C 拓榴阳起石英片岩
。

/

一
\ 、

\

N‘..爪l

lee
了|,|\

、 一 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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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红旗岑铁矿勾状向形示竟图
(箭头示枢纽倾伏方位

,

虚线为地形等高线
。

细节特征
,

根据对 2 4 8 一 2 7 2 米和 2 3 6
、

22 5 米断面的观测
,

自东而西或自下而

上由细粒斜长角闪岩
、

阳起磁铁石英岩

阳起石英岩及石榴阳起石英片岩构成了

一个褶轴面走向近南北
、

向西倾斜
、

褶

轴向南倾伏的勾状向形构造 ‘图 7 )
。

勾状褶曲的向形特征表现为 以下三个方

面
:

其一是原划分的 大层铁矿中
,

全铁及

氧化铁的含量可以对比
,

即第一层铁与

第六层铁
、

第二层铁与第五层铁
、

第三

层铁与第四层铁均可一一对应
;
其二是

地质界线的弯曲
,

反映了往南倾伏向形

构造的存在
:
其三

、

在月嘟的翘起端
,

即相当于向形构造转折端部位
,

强烈发

育了窗权构造
。

窗权线向南倾伏
,

倾伏

角 15
。

一 4 00
,

属于 B 线理
,

它与主褶曲

轴平行
。

歪头山矿北采场北端厚大的铁

矿体
,

随着矿山开发的进展
,

水平断面

逐步由高而低
,

亦由北向南偏移
,

这就

进一步证实了歪头山铁矿是一个勾状向

形构造
。

歪头山以南的红旗岭一带
,

也是一

个勾状向形褶曲
,

样式与歪头山铁矿相

似 (图 8 )
,

其窗权线向南西倾伏
、

倾

伏角30
“ ,

与向形构造的倾伏方位及倾

伏角是一致的
。

铁矿在平面上具等间距性特征
,

由

铁矿及其围岩构成的巨型石香肠段或勾

状褶皱构造顺南北向以 5 一 7 公里的间

距依次出现
,

并且在第四期背形构造与

南北方第一
、

三期构造迭加部位使铁矿

体出露地表
,

而第四期的向形与前二期

褶皱的迭加部位
,

则为铁矿的隐伏部分
。

铁矿在剖面上的控制特征
:

铁矿受

区域性的轴向近南北的紧闭同斜褶皱所

控制
,

以中等倾角向西倾斜
。

典型的实

例见于歪头山以南的朝仙岭铁矿 R 87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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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朝仙岭铁矿 R S了点实测地质构造剖面图

一一一
1115 UMMM

111 0 000

555OOO

00000

一一 5 000

一一 10 000

一一 15 UUU

一一 2 0000

图 10 棉花 卜子铁矿床 I号

矿体 2 0 0 线地质剖面图

(据鞍山地质公司 40 5 队 ) 示 由

阳起磁铁石英岩 ( F c P ) 构成

的勾状褶曲
。

其中
:

H 一黑云母片岩
S S H 一拓榴石英云 母片岩

;

〔y” 一透闪阳起石英岩
;

F o p 一阳起磁铁石英岩
;

F 。曰 一含铁阳起透 闪岩
:

上 一 白云母大理岩
;

S 一石 英岩
;

H “ 一云母石 英岩
;

J X 一斜长角闪岩
;

H J 、 一黑云斜长角闪岩
;

M 一混合岩
;

中 一辉绿岩
;

x 一煌斑岩
:

P 一伟品岩
。

实测剖面图 (图 9 )
。

顺近东西方向的横剖面上
,

矿体以褶皱闭合形式而尖灭
,

有时显示出

勾状褶曲的特征 (图 10 ) ,

这是受第三期褶皱作用的结果
:

在近南北向的纵剖面 卜
上 J ,

2 7

铁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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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往南或南南西方向倾伏
,

如歪头山
、

红旗岭
、

大顶子
、

北台沟等铁矿
;
有时向北倾伏

,

如张家沟矿段
、

北台沟铁矿等
。

这些是受晚期 (F
‘
) 褶皱迭加干扰的结果

。

结 语

根据对本区构造变形的研究和构造几何学解析
,

对铁矿有望地段和找矿工作
,

提出几点

建议
:

1
.

斜长角闪岩型铁矿
:

为本区的主要含矿层位
,

产于北台一歪头山近南北向往东倒卧复

式背斜的核部
,

构成了东部铁矿带
。

从歪头山向南经红旗岭
、

朝汕岭 梨树沟
、

彩北屯至北

台一带断续分布
,

大致在梨树沟至代家堡联线以西倾没于变粒岩之下
,

因此推测在变粒岩组

合之下伏部位
,

应有隐伏的斜长角闪岩型铁矿延续
。

歪头山以北断续出露的铁矿及航磁异常

表明该类型的铁矿往北断续延伸
,

也是值得进一步扩大找铁的远景地带
。

2
.

变粒岩型铁矿为本区的另一个重要含矿层位
,

分布于北台一歪头山近南北向往东倒卧

复背斜的两翼
,

亦具有断续分布的特点
,

其 西翼部分向西中等倾斜
,

构成本区的西部铁矿带
,

而东翼部分在本溪东南部出露
,

多呈倒卧褶皱形式出现
,

因而褶轴面和条带面也主要向西倾

斜
。

以上地带在进一步找矿工作中也应引起注意
。

3
.

在区域性近南北向的复式倒卧褶皱控制下
,

断续出现的一些勾状褶皱的石香肠段
,

即

为本区第一
期与第三期褶皱复合迭加的结果

,

在其转折端或翘起部位
,

铁矿层相应地集中和

富化
,

往往构成厚大的具工业价值的矿体
,

这些现象已被勘探和矿山开发所证实
。

在勾状褶皱石香肠段倾伏部位
,

铁矿在近地表虽出露不多
,

其延深往往较大
,

这是第四

期褶皱向形与前两期摺皱的迭加所致
,

因此这是寻找和扩大隐伏铁矿的有利地段
,

如梨树沟
、

红旗岭
、

大汪沟等区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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